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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河流水环境综合规划治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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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城市河流水环境建设是城市规划与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质量开始下降, 尤其是体现在城市河流水环境的恶化方面。针对这一现象, 本研究简述了城市

河流水环境的含义、构成及功能, 并通过对国外河流建设的介绍及对我国城市河流水环境建设现状的分析, 提出了

我国城市河流水环境综合规划治理的原则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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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已进入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 然而多

年来在城市建设中, 对城市自然要素的漠视, 特别是

对城市河流水环境的漠视, 如河流水质受到严重污

染, 大面积的水体被覆盖, 河道被硬化、渠化, 人工与

自然的比例不协调, 河流原有生态系统被破坏, 河流

自净能力丧失等, 导致城市居民生活环境质量下降。

目前, 世界上许多国家对破坏河流自然环境状态的

河流整治工程进行了反思, 并逐步对已改造的河流

进行了回归自然状态的再改造[1 ]。日本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就开始了多自然型河流建设基本技术的

探索, 目前多自然型河流的建设工作已在日本全国

范围内迅速推广[2 ]。欧美各国也致力于实现城市河

流自然化、生态化、人文化建设[3 ]。随着我国国民经

济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人将从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转

为对精神生活的追求, 与之相适应, 在河流建设方

面, 也应从过去的只重视防洪抗旱单一功能的河流

水利工程建设上, 转到有和谐自然环境和丰富地域

文化的复合型河流建设上来。国内在城市河流自然

化、生态化、人文化、景观化建设方面也有成功的例

子, 如成都府南河的建设[4 ]。近年来, 北京的密云水

库、上海的苏州河、天津的海河也开始进行河流水环

境的整治, 但治理思想均表现为工程治河, 缺乏对河

流生态、环境、景观的考虑[4 ]。为此, 笔者欲对我国城

市河流水环境治理进行一些必要的探讨, 以为城市

河流水环境的优化提供参考。

1　城市河流的定义
所谓“城市河流”是指发源于城区或流经城区的

河流或河流段, 也包括一些历史上虽属人工开挖, 但

经多年演化已具有自然河流特点的运河、渠系[3 ]。人

类与城市河流相互作用着, 人类影响城市河流的水

文特性、物理结构和生态环境, 而城市的社会经济系

统、产业结构调整和居民日常生活的舒适度, 均依赖

于城市河流所提供的各种服务功能。

2　城市河流水环境含义、构成及功能
2. 1　城市河流水环境的含义

城市河流水环境是指城市中的线状水体 (自然

河流、人工渠道、护城河)及其水循环空间。具体地说

是指以河道水域为中心, 包含河道周边环境的一个

特定区域。此区域由 3 部分组成[5 ]: (1)河水环境, 主

要是指河道水质、水质循环、水源补充以及水生动植

物、微生物等生态系统状况; (2)河岸环境, 指包括河

岸宽度、走向、驳坎、河岸建筑、河岸绿化和河岸休闲

园林设施等以景观为主的河岸线一定区域内地面与

地上的环境状况; (3) 河道周边环境, 主要是指河道

沿岸的城市建筑物布局、道路走向、跨河桥梁、管道

的布置以及其他公共设施的环境状况, 其中包括人

们可以感受的视觉环境、空间环境、休闲环境等。

城市河流水环境是城市人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

分, 是提升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 (规划中称

其为“蓝线”的空间) , 发挥生态平衡功能, 支撑着城

市这个巨系统的正常运转和可持续发展。

2. 2　城市河流水环境的构成

城市河流水环境的构成要素分为 5 大类: 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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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主体要素、自然要素、人工要素和人文要素。细

分则有 11 个要素, 其中水体为基本要素; 人的亲水

活动为主体要素; 气候、地形、地貌、滨水生物为自然

要素; 滨水建筑、滨水道路、滨水空间和绿地景观设

施、滨水工程与环境设施为人工要素; 生活习俗、文

化传统、历史演变为人文要素。这些要素的改变均会

不同程度地影响城市河流水环境。因此, 在城市河流

水环境的综合治理中必须充分考虑这些要素。

2. 3　城市河流水环境的功能

城市河流水环境与城市的发展及人居环境的改

善有着密切关系, 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双重属性, 是

城市景观美的灵魂和历史文化的载体, 也是城市风

韵和灵气之所在。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 城市水环境

的功能已发生了明显的拓展和转变。

城市河流水环境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组成, 其

功能也有相应的转变: ①在开发利用初期即工业化

时期, 城市河流水环境由河道和水域组成, 其功能是

防洪、排水、渔业、运输; ②在污染控制与水质恢复

期, 城市河流水环境由河道、水域和河滨空间组成,

其功能是防洪、排水、渔业、运输、水质调节; ③在综

合规划治理和可持续利用期, 城市河流水环境由河

道、水域、河滨空间、生物和河岸周边环境组成, 其功

能是防洪、供排水、渔业、运输、水质调节及保持生物

和景观多样性、承载历史文化、城市人自然情感。

考虑城市河流水环境功能的变化和现时期的需

要, 从另一个角度将现代城市河流水环境的功能概

括如下[6 ]: (1)生态廊道。是水和各种营养物质的流

动通道, 是各种乡土物种的栖息地, 在现代景观生态

学意义上, 河流廊道具有维护大地景观系统连续性

和完整性的重要功能。(2)遗产廊道。城市的历史和

文化常常与城市河流密不可分, 故事与古迹往往沿

河道发生和留存。可充分挖掘城市河流的人文教育

功能, 展示城市的历史和文化底蕴。 (3)绿色休闲场

所。是未来城市居民步行、休闲的最佳区域, 也是未

来郊游的最佳场所。(4)城市景观界面。是人与自然、

人与人、城市与自然交流的场所, 从视觉和景观认知

的意义上讲, 是一条不可或缺的边框, 即凯文·林奇

所称的边界。是展示城市风貌的重要窗口。

3　国外城市河流水环境建设的理念

3. 1　引入“生态水利”理念

　　目前, 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已经摈弃了“技术治

河论”和“工程治河论”, 强调运用生态工程方法进行

河流回归自然的改造, 尊重河流系统的自然规律, 注

重河流自然生态和自然环境的恢复和保护, 维护城

市河流的景观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 创造多自然型

河流, 实现城市河流的自然化、生态化和人文化[2 ]。

瑞士、德国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提出了全新的

“亲近自然河流”的概念, 探索“自然型护岸”技术, 如

无混凝土护岸技术或钢筋混凝土外覆土植被的非可

视性护岸技术。欧洲的M EL K 流域经过近自然治理

后, 每百米河段的鱼类个体数量, 从治理前的 150

个、19 kg 提高到治理后 410 个、55 kg [7 ]。德国的莱

茵河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将水泥堤岸改为生态河

堤, 重新恢复河流两岸储水湿润带, 并对流域内支流

实施裁直变弯的措施, 以延长洪水在支流的停留时

间, 降低主河道洪峰量[7 ]。荷兰强调河流生态恢复与

防洪的结合, 提出了给河流以空间的理念[7 ]。日本提

出了建设多自然型河流的方针, 注重用生态工程方

法治理河流环境, 恢复水质, 维护景观多样性, 强调

用当地材料和传统工艺治理河道。在这一方针的指

引下, 近年来日本全国实施了 1 000 多处河道修复

工程[2 ]。

3. 2　滨水环境的改造和建设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城市滨水空间是城市中一个特定的空间地段,

指与河流、湖泊、海洋毗邻的土地或建筑及城镇中邻

近水体的部分。城市滨水空间是城市居民基本的活

动空间, 是表现城市形象的重要节点, 展示城市风貌

的重要窗口和发展城市人文景观的重要载体。

3. 2. 1　河滨空间的开发价值　社会的发展及转型

提供的契机使滨河地段成为新的土地投资热点。一

项成功的滨河空间建设, 既能增加政府税收, 创造就

业机会, 促进新的投资, 提升产业结构, 又能获得良

好的社会形象, 进而带动城市其他地区的发展, 美国

巴尔的摩港的建设改造便是成功的例子[8 ]。

3. 2. 2　满足城市居民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　在世

界和平与发展的大环境下, 市民环境意识逐渐增强,

水体、绿化等自然要素在城市中的地位日益提高, 市

民生活闲暇时间增多, 滨河地段的景观、环境、情趣

可迅速迎合市民的亲水欲望。因此, 滨河空间的改造

建设应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并迅速行动起来。

4　我国城市河流水环境建设现状

目前, 我国也推崇“生态工程”治理河流的理念,

追求多自然型河流的建设[4 ]。在城市河流水环境建

设方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依然存在许多令人

不满意的地方, 主要有以下 3 点。

1)河流水质污染严重, 河道生态功能丧失。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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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城市化步伐加快, 城市河道基

本功能遭到损害, 大量工业、生活污水不经处理直接

排入河道, 造成河水严重污染, 水质恶化, 河道生态

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目前, 全国 80% 以上的城市河

流受到污染。据全国 2 222 个监测站的统计, 在 138

个城市河段中, 符合Ê , Ë 类水质标准的仅占 23% ,

超过Í 类水质的占到 38% , 能饮用的地面水已所剩

无几, 究其原因主要是工业废水和城市污水未经任

何处理而直接排入河道, 河流水质污染导致城市河

流及其两岸的生物多样性下降, 城市河流的自净能

力及生态功能逐渐丧失。

2)城市河流水面减少, 河道硬化、渠化导致河流

水环境破坏。由于城市河流地段空间有较大升值潜

力, 导致许多城市盲目填河、盖河, 将明渠变成暗渠,

其上筑马路或搞建筑和“美化”工程, 结果使城市生

态失去最宝贵的资源, 失去以水为特征的生活空间。

以往由于只考虑河流的防洪功能, 而淡化了河

流的资源功能和生态功能, 导致在河流治理时片面

追求河岸的硬化、渠化, 采用裁弯取直、石砌护坡、高

筑河堤等措施。这些方法的确能够立竿见影, 使河道

看上去似乎显得很“整洁”、“干净”、“漂亮”, 但却产

生了许多缓慢的负面影响, 导致下游地区大量的沉

积与淤塞, 减少了地下水的补充; 石砌的护岸整齐划

一, 但却改变了在多种自然力作用下形成的河床, 改

变了河岸的自然特征及其重要功能, 削弱了视觉美

感。同时由于河岸垂直陡峭, 落差大, 加之水流快, 带

来了新的安全问题, 使得人们走在河边有一种畏惧

感, 不能获得良好的亲水性。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典型

的“U ”字型硬质河道, 完全改变了一个动态的自然

景观系统, 扼杀了河道两岸动植物的生存环境, 岸边

的芦苇、水草被清除, 两栖类动物的生态廊道被切

断, 水生昆虫不能正常羽化, 从而使河道这个城市中

最具生态价值的环境失去了活力。

3)忽视河流景观的整体规划及滨河公共空间的

开发。在河流水环境整治中, 对河岸环境尽管做了许

多工作, 如采取了许多工程护岸措施, 绿化措施, 但

只是简单的“绿化”、“美化”、“洁化”, 没有产生富有

人文内涵的美好视觉感, 简单的绿块拼凑及河流景

观整体规划的缺乏, 使得河岸环境缺乏人气。城市河

流水环境是城市重要的开放空间, 也是构成城市公

共空间的主要区域、形成城市景观的重要地段、展示

城市形象的窗口。总之, 目前我国的城市河流水环境

综合整治, 缺乏对建设“以人为本”的水边舒适开阔

空间的充分考虑。

5　城市河流水环境综合规划治理的原
则与措施

5. 1　以人为本, 生态治理,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城市河流水环境是城市居民最宝贵的自然资

源, 是城市能否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城市最

显著的特点是其集聚性, 城市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

了提升集聚在一起的居民的生活质量。市民生活质

量的提高应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着手, 城市河流水

环境的改善能推动市民物质收入和精神需求两方面

的提升。综合规划治理改善城市河流水环境, 必须让

大家在思想上达到共识, 本着生态治理的原则, 根据

景观生态学原理, 采用生态学方法, 运用生态工程手

段进行自然型河道的修复, 保护生物多样性, 增加景

观异质性, 建设出水清、岸绿、突出河流自然属性的

城市河流, 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使城市河

流水环境自然化、生态化、人文化、景观化。

5. 2　标本兼治, 控制河流污染, 恢复河流自净能力

为了实现城市河流水清、岸绿的整治目标, 首先

要抓好水污染的治理, 决不能重蹈“先污染, 后治理”

的覆辙。治理河流污染, 一是要全流域共同治理, 如

下游治理, 上游我行我素, 则白费功夫; 二是要保护

与开发并重, 找到结合点, 既治理了河流又促进了城

市的经济发展, 达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三是要

充分运用生态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治理河流水环

境。日本在城市河流治理方面的某些措施, 如采用木

桩、木框加毛块石和活用混凝土等可供我们借鉴, 这

种护岸工程措施既能稳定河床, 又能改善生态, 美化

环境, 避免混凝土工程带来的负面作用。日本盘田市

古川河道在整治时采取的护岸措施是: 正常水位以

下的护岸衬砌采用预制混凝土鱼巢结构, 该结构给

鱼类等水生动物提供了生存空间, 恢复和提高了河

道的基本功能, 维护了水生生物的多样性和生物链,

提高了水体的自净能力[2 ] , 这些生态工程方法值得

我们借鉴。

河流污染必须治理、控制污染源头, 对工业废水

和生活污水进行必要的人工处理。如: 建造截污管网

工程和污水处理厂, 原先直接排入河道的污水收集

入管, 通过管网、泵站的传输, 集中送回污水处理厂

处理达标后排入河道。目前, 我国污水处理厂的建设

速度, 远远滞后于城市工业发展和人口聚集的速度,

应当引起环保部门的重视。还要建立垃圾收集处理

系统工程, 把原先堆放在河岸边的垃圾进行集中收

集处理, 使垃圾入河得到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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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工程措施有: (1) 重点加强各类污染源的整

治; (2) 全面增强市民保护河流水环境的意识, 动员

市民主动参与到爱河、护河的行动中去, 加大对破

坏、污染河道行为的社会监督力度; (3) 把河道整治

与沿河土地开发捆绑起来; (4)大幅度地提高水域占

用费补偿标准, 达到保护和有效开发河流水环境的

目的; (5) 统一领导, 整体规划, 多部门协作管理, 严

格按规划整治河流水环境。

5. 3　优化城市形象, 拓展城市河流综合功能

　　城市河流水环境特别是河岸环境, 是城市中较

特殊的部分, 也是塑造城市标志性景观的最佳地段。

在对城市河流水环境进行综合规划治理时, 需特别

考虑这一地段的景观规划与设计, 以突出城市的优

美姿态和地域文化特征, 同时要与城市的发展相协

调。

城市河流的两岸是人们休闲娱乐、亲近自然的

理想场所。城市河流综合规划治理时, 应充分考虑城

市居民和游人的活动需求及环境感受, 以“绿”和

“水”作为空间基质, 以水造景, 把水景观融入城市景

观, 构建景观开敞的亲水性人文活动空间, 为市民创

造一个安全、舒适和富有情趣的水环境, 一个生动、

优美、富有特色的消闲场所, 拓展城市河流的旅游功

能, 促进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城市经济的发展。

6　结　语

城市河流是城市中的生态敏感地段, 是塑造城

市景观的重要区域。河流水环境的优劣影响着城市

的经济发展, 影响着城市风格和招商引资的能力, 也

影响着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对城市河流水环

境中河水的净化、河岸环境的塑造和河道周边环境

的综合开发, 可拓展城市河流的旅游功能, 促进城市

的发展建设和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 实现城市

河流水环境自然化、生态化、人文化、景观化的目标。

相信通过努力, 我国一定能够创建一个和谐优美、体

现“以人为本”的城市河流水环境, 真正实现人与自

然的和谐相处, 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

的综合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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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comp rehen sive p lan and governm en t of w ater environm en t of city rivers is an impo rtan t

part of city p lan and con struct ion in Ch ina. W ith rap id developm en t of u rban iza t ion, the living and environ2
m en t quality of city residen ts becom e low er,w h ich is show n especia lly in the w o rsen ing of w ater environ2
m en t of city rivers. so the art icle simp ly in troduced the m ean ing, compo sing and funct ion of w ater environ2
m en t of city river. A fter in t roducing the con struct ion of fo reign city rivers and analysing w ater environm en t

of Ch ina city rivers, the p rincip les and m easu res w ere pu t fo rw ard of the comp rehen sive p lan and govern2
m en t of w ater environm en t of city rivers in Ch 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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